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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监控重大危险源的评价与监控 第四章 重大危险源辨识与

监控 第二节 重大危险源的评价与监控 大纲要求： 检验应考

人员对重大危险源基础知识及辨识标准的掌握程度；对重大

危险源的评价与监控措施的掌握程度。 本章大纲变化情况： 

与2004年大纲要求相同 考试内容： 第二节 重大危险源的评价

与监控 1．熟悉重大危险源的评价方法； 2．掌握重大危险源

的监控措施。 本讲大纲变化情况： 1、与2004年大纲要求相

同 本讲要点： 1、重大危险源评价 2、重大危险源监控 内容

讲解： 一、重大危险源评价 第二节 重大危险源的评价与监控

一、重大危险源的评价 风险评价是重大危险源控制的重要内

容。目前，可应用的风险评价方法有数十种，如事故树分析

、危险指数法等。 本节主要对介绍易燃、易爆、有毒重大危

险源的评价方法，其评价方法是国家“八五”科技攻关专题

《易燃、易爆、有毒重大危险源辨识评价技术研究》中提出

的。它在大量重大火灾、爆炸、毒物泄漏中毒事故资料的统

计分析基础上，从物质危险性、工艺危险性人手，分析重大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以及事故的影响范围、伤亡人数、经

济损失，综合评价重大危险源的危险性，并提出应采取的预

防、控制措施。 (一)评价单元的划分 重大危险源评价以危险

单元作为评价对象。 一般把装置的一个独立部分称为单元，

并以此来划分单元。在一个共同厂房内的装置可以划分为一

个单元；在一个共同堤坝内的全部储罐也可划分为一个单元



。 (二)评价模型的层次结构 根据安全工程学的一般原理，危

险性定义为事故频率与事故后果严重程度的乘积，即危险性

评价一方面取决于事故的易发性，另一方面取决于事故一旦

发生后后果的严重性。 (三)数学模型 现实危险性评价数学模

型如下： B23安全管理抵消因子。 (四)危险物质事故易发

性B111的评价 具有燃烧爆炸性质的危险物质可分为7大类：

(1)爆炸性物质。 (2)气体燃烧性物质。 (3)液体燃烧性物质。

(4)固体燃烧性物质。 (5)自燃物质。 (6)遇水易燃物质。 (7)氧

化性物质。 每类物质根据其总体危险感度给出权重分；每种

物质根据其与反应感度有关的理化参数值给出状态分；每一

大类物质下面分若干小类，共计19个子类。对每一大类或子

类，分别给出状态分的评价标准。权重分与状态分的乘积即

为该类物质危险感度的评价值，亦即危险物质事故易发性的

评分值。 考虑到毒物扩散的危险性，危险物质分类中将毒性

物质定义为第8种危险物质。一种危险物质可以同时属于易燃

易爆7大类中的一类，又属于第8类。对于毒性物质，其危险

物质事故易发性主要取决于下列4个参数：①毒性等级；②物

质的状态；③气味；④重度。毒性大小不仅影响事故后果，

而且影响事故易发性。毒性大的物质，即使微量扩散也能酿

成事故，而毒性小的物质不具有这种特点。毒性对事故严重

度的影响在毒物伤害模型中予以考虑。对不同的物质状态，

毒物泄漏和扩散的难易程度有很大不同，显然气相毒物比液

相毒物更容易酿成事故；重度大的毒物泄漏后不易向上扩散

，因而容易造成中毒事故。物质危险性的最大分值定为100分

。 (五)工艺过程事故易发性B11。的评价及工艺物质危险性相

关系数的确定 “工艺过程事故易发性”的影响因素确定为21



项，分别是：放热反应；吸热反应；物料处理；物料储存；

操作方式；粉尘生成；低温条件；高温条件；高压条件；特

殊的操作条件；腐蚀；泄漏；设备因素；密闭单元；工艺布

置；明火；摩擦与冲击；高温体；电器火花；静电；毒物出

料及输送。最后一种工艺因素仅与含毒性物质有相关关系。 

同一种工艺条件对于不同类别的危险物质所体现的危险程度

是不相同的，因此必须确定相关系数。相关系数Wij可以分

为5级： A级：关系密切，Wij ＝0．9； B级：关系大，Wij．

＝O．7； C级：关系一般，Wij ＝O．5； D级：关系小，Wij 

＝0．2； E级：没有关系，Wij ＝O。 (六)事故严重度评价 事

故严重度用事故后果的经济损失(万元)表示。事故后果系指

事故中人员伤亡以及房屋、设备、物资等的财产损失，不考

虑停工损失。人员伤亡分为人员死亡数、重伤数、轻伤数。

财产损失严格讲应分若干个破坏等级，在不同等级破坏区破

坏程度是不相同的，总损失为全部破坏区损失的总和。在危

险性评估中，为了简化方法，用一个统一的财产损失区来描

述，假定财产损失区内财产全部破坏，在损失区外全不受损

，即认为财产损失区内未受损失部分的财产同损失区外受损

失的财产相互抵消。死亡、重伤、轻伤、财产损失各自都用

一当量圆半径描述。对于单纯毒物泄漏事故仅考虑人员伤亡

，暂不考虑动植物死亡和生态破坏所受到的损失。 建立了6

种伤害模型，它们分别是：凝聚相含能材料爆炸；蒸汽云爆

炸；沸腾液体扩展为蒸气云爆炸；池火灾；固体和粉尘火灾

；室内火灾。不同类别物质往往具有不同的事故形态，但即

使是同一类物质，甚至同一种物质，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也

可能表现出不同的事故形态。 为了对各种不同类别的危险物



质可能出现的事故严重度进行评价，根据下面两个原则建立

了物质子类别同事故形态之间的对应关系，每种事故形态用

一种伤害模型来描述。这两个原则是： (1)最大危险原则。如

果一种危险物具有多种事故形态，且它们的事故后果相差大

，则按后果最严重的事故形态考虑。 (2)概率求和原则。如果

一种危险物具有多种事故形态，且它们的事故后果相差不大

，则按统计平均原理估计事故后果。 根据泄漏物状态(液化气

、液化液、冷冻液化气、冷冻液化液、液体)和储罐压力、泄

漏的方式(爆炸型的瞬时泄漏或持续10min以上的连续泄漏)建

立了毒物扩散伤害模型，这些模型分别是：源抬升模型，气

体泄放速度模型，液体泄放速度模型，高斯烟羽模型，烟团

模型，烟团积分模型，闪蒸模型，绝热扩散模型和重气扩散

模型。毒物泄漏伤害严重程度与毒物泄漏量以及环境大气参

数(温度、湿度、风向、风力、大气稳定度等)都有密切关系

。若在测算中遇到事先评价所无法定量预见的条件时，则按

较严重的条件进行评估。当一种物质既具有燃爆特性又具有

毒性时，则人员伤亡按两者中较重的情况进行测算，财产损

失按燃烧燃爆伤害模型进行测算。毒物泄漏伤害区也分死亡

区、重伤区、轻伤区。轻度中毒而无需住院治疗即可在短时

间内康复的一般吸人反应不算轻伤。各种等级的毒物泄漏伤

害区呈纺锤形，为了测算方便，同样将它们简化成等面积的

当量圆，但当量圆的圆心不在单元中心处，而在各伤害区的

圆心上。 在本评价方法中使用下面的折算公式： S＝C 20(N1

O．5×N2 105／6000N3) 式中 S事故严重度，万元； C事故中

财产损失的评估值，万元； N1、N2、N3。事故中人员死亡

、重伤、轻伤人数的评估值。 (七)危险性抵消因子 尽管单元



的固有危险性是由物质的危险性和工艺的危险性所决定的，

但是工艺、设备、容器、建筑结构上的各种用于防范和减轻

事故后果的各种设施，危险岗位上操作人员的良好素质，严

格的安全管理制度等，能够大大抵消单元内的现实危险性。 

在本评价方法中，工艺、设备、容器和建筑结构抵消因子

由23个指标组成评价指标集；安全管理状况由11类72个指标

组成评价指标集；危险岗位操作人员素质由4项指标组成评价

指标集。 大量事故统计表明，工艺设备故障、人的误操作和

生产安全管理上的缺陷是引发事故发生的3大原因，因而对工

艺设备危险进行有效监控，提高操作人员基本素质，提高安

全管理的有效性，能大大抑制事故的发生。但是大量的事故

统计资料表明，上述3种因素在许多情况下并不相互独立，而

是耦合在一起发生作用的，如果只控制其中一种或两种，是

不可能完全杜绝事故发生的；甚至当上述3种因素都得到充分

控制以后，只要有固有危险性存在，现实危险性不可能抵消

至零，这是因为还有很少一部分事故是由上述3种原因以外的

原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单元事故牵连)引发的。因此，一种因

素在控制事故发生中的作用是与另外两种因素的受控程度密

切相关的。每种因素都是在其他两种因素控制得越好时，发

挥出来的控制效率越大。根据对火灾爆炸事故的统计资料，

用条件概率方法和模糊数学隶属度算法，给出了各种控制因

素的最大事故抵消率关联算法以及综合抵消因子的算法。 (

八)危险性分级与危险控制程度分级 用A*==lg(B1*)作为危险

源分级标准，式中B1*是以10万元为缩尺单位的单元固有危险

性的评分值。定义： 一级重大危险源 A*≥3．5； 二级重大

危险源 2．5≤A* 三级重大危险源 1．5≤A* 四级重大危险源



A* 单元综合抵消因子的值愈小，说明单元现实危险性与单元

固有危险性比值愈小，即单元内危险性的受控程度愈高。因

此，可以用单元综合抵消因子值的大小说明该单元安全管理

与控制的绩效。一般说来，单元的危险性级别愈高，要求的

受控级别也应愈高。建议用下列标准作为单元危险性控制程

度的分级依据： A级 B2≤O．001； B级 O．001． C级 0．01

D级 B2>O．1。 各级重大危险源应达到的受控标准是：一级

危险源在A级以上；二级危险源在B级以上；三级和四级危险

源在C级以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